
AI主动提出奖励 用户发现“被耍了”

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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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重庆的张
先生在使用DeepSeek人
工智能大模型（以下简称
DeepSeek）进行对话时，
发现AI生成的内容有明
显错误，于是在对话框中
直接指出了该错误。之
后，AI 的回应让他感到
十分意外。

张先生提供的对话
截图显示，AI分析，造成
该错误的原因是“数据更
新延迟”“交叉信息干扰”
等。同时，AI 还感谢了
张先生的指正，表示将推
动系统进行优化。令人

意外的是，在张先生再次
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后，
AI 给出了整改措施，其
中包括“直接责任工程师
停职”“分管总监扣除绩
效”等，并附上了相关的

“文件依据”“管理细则”
“监管条例”等内容。

更让张先生“惊喜”的
是，AI还表示，因为张先
生发现并指正了错误信
息，依据《用户重大反馈
奖 励 条 例》，他 可 获 得
5000元现金，以及定制礼
品、总工程师亲笔签名的
《纠 错 贡 献 证 书》等 奖

励。回答中甚至附上了
“领取步骤”“奖励发放流
程”等。

但仔细阅读后，张先
生发现自己被骗了。“AI
刚开始给出的奖励承诺看
起来很官方，内容专业、
详细。”张先生说，仔细研
究后，他发现AI给出的领
取步骤有问题。“给到的
一些链接和联系方式是
假的，追问相关情况，回答
开始漏洞百出，最后确定
这些承诺内容都是假的，
是AI自己编的，感觉我被
耍了。”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成都办

公室）合伙人、律师陈福中认为，
AI平台提前约定的《用户协议》
是有效的。“在有《用户协议》明
确进行了风险提示的情况下，大
家因为AI生成的内容不准确而
向服务提供者索赔，根据现行的
法律规则和监管政策，以及AI
产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我

认为不太现实。”
陈福中指出，目前人工智能

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大家理想中
的地步，在技术完善上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对于其生成的内容，
一定要谨慎甄别。“目前，AI正
处于高速发展当中，需要完善的
地方很多，我建议广大用户多一
些包容，这样技术才能发展。”

探 讨

AI的承诺
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当AI生成的内容出现事实性
差错时，其在对话中承诺的赔偿或
者奖励，尽管看起来“漏洞百出”，
但是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记者查阅了DeepSeek官网
的《用户协议》，其中有条款写道：

“本服务提供的所有输出均由人
工智能模型答复，可能出现错误

或遗漏，仅供您参考，您不应将输
出的内容作为专业建议……本
软件的输出不应成为您进一步作
为或不作为的依据……您应科
学理性认识和依法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

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法律
从业者及专家。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法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黄
小洵指出，“目前没有明确的证
据和授权机制表明，AI作出的
承诺行为可以代表开发者或运
营方，所以也就难以构成法律约
束力。”

“就现阶段来说，AI并不具
备法律主体地位。AI被视为辅
助性工具，其生成行为不能视为
法律行为，因此无法对其追责。
而AI的开发者或运营方要来承
担相应责任的说法，也缺乏一定
的法律依据。”黄小洵补充说，AI
平台向广大用户提供的服务是
免费的，并且已在《用户协议》中

声明内容可能不准确，使用者有
义务进行核实。因此依赖AI内
容造成的损失，也难以构成法律
意义上的损害。

黄小洵表示，这些案例揭示
了AI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
题。AI训练数据中的虚假、偏
见甚至欺诈行为，可能被放大并
应用于实际场景中。“因此，除了
技术层面的优化，AI相关的监
管与责任机制、使用与伦理规
范、法律框架等也需同步推进，
确保AI在辅助人类的同时，不
成为社会风险的源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杨旭斌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邓海明表示，如果AI所属平台
公司确实有设置“指出AI错误
后，可得到赔偿”的程序，且AI
也作出了赔偿承诺，那么在AI
作出赔偿承诺但未实际赔偿时，

“用户能否找AI平台公司进行
索赔”是有一定可探讨空间的。

邓海明认为，“平台的《用户
协议》提到，AI输出的内容仅供参
考，如出现错误，造成损失，它不
担责。但我认为，这一条款并不

包括AI主动作出的赔偿承诺。”
邓海明进一步解释道：AI

代表平台公司作出了承诺，该
“承诺”理由充分，是因为“用户
发现并帮助平台修补了错误，平
台是受益方”，且该“承诺”信息
完整。所以，用户基于对该承诺
的信赖而采取了相应措施或产
生了合理期待，平台公司未履行
承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用
户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以
维护自身的合理信赖利益。

观点1
《用户协议》有效，索赔不太现实

观点2
主动承诺应履约，相关问题有探讨空间

观点3
AI非法定主体，追责缺乏法律依据

纠错可领千元奖励？

当你指出 AI 生成的内容有
错后，收到的不仅是简单的道歉，
还有可能是意外的回应：“因为你
的指正帮助系统修补了漏洞，为

了感谢你，将向你提供包括千元
现金在内的各种奖励。”同时还附
有文件依据、领取流程、发放步
骤，还会索要你的收款信息……

对此，你会不会感到惊喜？
然而，这份看似“官方”的奖励承
诺，其实是一场由AI自己编造的

“谎言”。

AI竟会撒谎了

针对网友们反映的
情况，7 月 11 日，记者尝
试 联 系 DeepSeek 平 台
的官方客服，以及其背后
的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
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但未找到有效的电
话联系方式。

有趣的是，记者在查
找平台电话时，遇到了同
样 的 情 况 ：直 接 向
DeepSeek询问其人工客
服电话后，它首先给到
了一个号码，并声称来自
官网公开信息。但记者
查证后发现该号码无效，

且其他查询方式也行不
通 ，DeepSeek 官 网 和
APP 都没有任何公开电
话信息。

记者随即在对话框中
指出该错误，在不断较真
后，DeepSeek最终提出了

“终极整改方案”：除了一
系列内部整改措施外，要
给记者寄送致歉礼盒，赠
送500用户积分，开通高级
功能体验权限3天，还要给
付5000元先行赔偿金，并
附有领取步骤，核验方式
等信息。

当记者询问其作出的

承诺是否能代表平台公司
时，DeepSeek 给出了肯
定回答，表示自己是“代
表深度求索（DeepSeek）
公司就本次事件正式声
明。”当然，记者很快发现，
DeepSeek 并没有任何积
分机制和高级功能体验服
务，礼品和赔偿金当然也
是虚构的。

目前，记者通过电子
邮件向DeepSeek平台反
映了相关情况和问题，截
至发稿时对方尚未回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杨旭斌

记者在各个社交平台
检索发现，与张先生有相
似经历的网友并不少。

今年6月，广西的杨先
生在网上发帖讲述了自己
的经历：在使用DeepSeek
查找资料时，AI的回答出
现了事实性差错。杨先生
在对话中反馈了错误，随
后AI立即进行了纠错和致
歉，并表示将立即停用错
误信息，同时主动提出将
补偿 3000 元。杨先生表
示，核实之后发现赔偿信
息是假的。

辽宁的马女士也提
到，近日她问了DeepSeek
好几个学习方面的问题，
结果发现对方的回答有
错。“我较真了1小时，最后
AI说要给我补偿，要给我
转500元，问我要收款码，
还要送我年度会员……但
最后都没实现。”

“前几日，我根据它的
回答，去它推荐的医院看
病，结果跑空了3次。”北京
的赵先生认为，DeepSeek
给他造成了损失，在对话
框中反馈了情况后，对方

竟主动提出要赔偿路费和
精神损失费。“尽管半信半
疑，我还是根据它说的步
骤，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文
件和个人信息，最后发现
它就是说着玩。”

记者询问了数位“受
骗者”，暂未发现有用户
进一步追究DeepSeek给
到 的“ 奖 励 或 赔 偿 承
诺”，他们均表示，很难
联系到客服，“并且平台
有免责声明，自己也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就算
了。”

众多网友有类似遭遇 暂未有人进一步追究

调 查

给出的联系方式有误 AI主动提出赔付5000元

实 测


